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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各年級各領域/科目課程計畫(部定課程) 

109 學年度嘉義縣過溝國民中學九年級第一學期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理化科 教學計畫表  設計者：邱小玲(九年一貫)（表十二之二） 

 

一、教材版本：翰林版第 5 冊 

二、本領域每週學習節數：2 

三、本學期課程內涵： 

週次 起訖日期 單元/主題名稱 課程目標 能力指標 教學重點/內容 評量方式 議題融入 

第一週 8/31~9/4 第 1 章直線運動 

1-1 

時間、路徑長與

位移 

1.了解位置

的意義。 

2.了解路徑

長的意義。 

3.了解位移

的意義。 

4.知道路徑

長與位移的

不同。 

1-4-1-1 能由不同

的角度或方法做觀

察。 

1-4-1-3 能針對變

量的性質，採取合適

的度量策略。 

1-4-4-3 由資料的

變化趨勢，看出其中

蘊含的意義及形成

概念。 

1-1 

1.教師提問：「我站在

哪裡？」請學生回

答、歸納答案。 

2.先了解學生的先備

知識及數學座標概念

的能力。 

3.須留意學生易混淆

距離、位移等物理意

義。 

1.觀察 

2.口頭詢問 

3.實驗報告 

4.操作 

【資訊教育】

5-4-5 能應

用資訊及網

路科技，培養

合作與主動

學習的能力。 



2 

 

1-4-5-4 正確運用

科學名詞、符號及常

用的表達方式。 

2-4-1-1 由探究的

活動，嫻熟科學探討

的方法，並經由實作

過程獲得科學知識

和技能。 

3-4-0-1 體會「科

學」是經由探究、驗

證獲得的知識。 

4-4-1-1 了解科

學、技術與數學的關

係。 

5-4-1-1 知道細心

的觀察以及嚴謹的

思辨，才能獲得可信

的知識。 

7-4-0-1 察覺每日

生活活動中運用到

4.教師請學生各自描

述其他人的位置，並

解釋各名詞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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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相關的科學概

念。 

第二週 9/7~9/11 第 1 章直線運動 

1-2 速率與速度 

1.了解速率

與速度的不

同及其單位。 

2.會作位置-

時間與速度-

時間關係

圖，並了解關

係線下面積

的意義。 

1-4-1-1 能由不同

的角度或方法做觀

察。 

1-4-3-2 依資料推

測其屬性及因果關

係。 

1-4-4-3 由資料的

變化趨勢，看出其中

蘊含的意義及形成

概念。 

1-4-5-2 由圖表、報

告中解讀資料，了解

資料具有的內涵性

質。 

1-4-5-4 正確運用

科學名詞、符號及常

用的表達方式。 

3-4-0-2 能判別什

1-2 

1.比較兩輛車從臺中

分別向南、北行駛，

速度的異同。 

2.速度具有方向性，

以正負號代表東西向

或南北向的概念。 

3.教師示範作位置-

時間關係圖。 

4.試作出運動的關係

圖，並帶出曲線下面

積即為物體運動的位

移。 

1.觀察 

2.口頭詢問 

3.實驗報告 

4.操作 

【資訊教育】

5-4-5 能應

用資訊及網

路科技，培養

合作與主動

學習的能力。 



4 

 

麼是觀察的現象，什

麼是科學理論。 

5-4-1-2 養成求真

求實的處事態度，不

偏頗採證，持平審視

爭議。 

7-4-0-1 察覺每日

生活活動中運用到

許多相關的科學概

念。 

7-4-0-4 接受一個

理論或說法時，用科

學知識和方法去分

析判斷。 

第三週 9/14~9/18 第 1 章直線運動 

1-3 加速度運動 

1.了解等速

度、加速度運

動的意義及

單位。 

2.了解加速

度與速度方

1-4-3-2 依資料推

測其屬性及因果關

係。 

1-4-4-2 由實驗的

結果，獲得研判的論

點。 

1-3 

1.從實驗 1-1 數據中

討論兩點間之距離與

該時段玩具車平均速

度的相關性。 

2.任意時段的平均速

1.觀察 

2.口頭詢問 

3.實驗報告 

4.紙筆測驗 

5.操作 

6.設計實驗 

【資訊教育】

5-4-5 能應

用資訊及網

路科技，培養

合作與主動

學習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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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之間的關

係。 

1-4-4-3 由資料的

變化趨勢，看出其中

蘊含的意義及形成

概念。 

1-4-5-2 由圖表、報

告中解讀資料，了解

資料具有的內涵性

質。 

1-4-5-4 正確運用

科學名詞、符號及常

用的表達方式。 

3-4-0-1 體會「科

學」是經由探究、驗

證獲得的知識。 

3-4-0-2 能判別什

麼是觀察的現象，什

麼是科學理論。 

5-4-1-3 了解科學

探索，就是一種心智

開發的活動。 

度皆相同，稱為等速

度運動。 

3.若在相等的時間間

隔內，兩點間距離愈

來愈大，為加速度運

動。 

4.由速度-時間關係

圖，求出速度變化

值，此即為加速度。 

5.引導學生想想看四

種打點紀錄，分別各

是什麼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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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2-2 依現有理

論，運用演繹推理，

推斷應發生的事。 

第四週 9/21~9/25 第 1 章直線運動 

1-4 等加速度運

動──斜面與落

體運動 

1.了解等加

速度的意義。 

2.了解斜面

運動。 

3.了解自由

落體運動。 

4.了解重力

加速度的意

義及大小。 

1-4-1-1 能由不同

的角度或方法做觀

察。 

1-4-4-2 由實驗的

結果，獲得研判的論

點。 

1-4-5-4 正確運用

科學名詞、符號及常

用的表達方式。 

3-4-0-6 相信宇宙

的演變，有一共同的

運作規律。 

6-4-2-1 依現有的

理論，運用類比、轉

換等推廣方式，推測

可能發生的事。 

6-4-2-2 依現有理

1-4 

1.介紹科學史發展，

讓學生了解一個科學

概念是循序漸進的。 

2.當斜面愈陡，直至

為垂直向下時，即為

自由落體運動。 

3.在幾乎真空的情況

下，錢幣與羽毛將以

相同的速度落下。 

4.介紹重力加速度以

直述式教學法即可，

為一定值，與質量大

小無關。 

1.觀察 

2.口頭詢問 

3.實驗報告 

4.紙筆測驗 

【資訊教育】

5-4-5 能應

用資訊及網

路科技，培養

合作與主動

學習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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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運用演繹推理，

推斷應發生的事。 

7-4-0-1 察覺每日

生活活動中運用到

許多相關的科學概

念。 

第五週 9/28~10/2 第 2 章力與運動 

2-1 慣性定律 

1.了解物體

受外力作用

會引起運動

狀態的改變。 

2.了解牛頓

第一運動定

律並舉生活

實例說明。 

1-4-1-1 能由不同

的角度或方法做觀

察。 

1-4-4-3 由資料的

變化趨勢，看出其中

蘊含的意義及形成

概念。 

1-4-5-4 正確運用

科學名詞、符號及常

用的表達方式。 

2-4-1-1 由探究的

活動，嫻熟科學探討

的方法，並經由實作

過程獲得科學知識

2-1 

1.以討論生活經驗作

為本節教學活動的開

始。 

2.從科學史的發展談

物體的運動。 

3.若斜面趨於平滑

時，物體將會如何運

動。 

4.有關慣性定律的應

用，並舉出日常生活

中的實例來解釋這些

現象。 

1.觀察 

2.口頭詢問 

3.實驗報告 

4.專案報告 

5.紙筆測驗 

6.操作 

【資訊教育】

3-4-1 能利

用軟體工具

分析簡單的

數據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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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技能。 

3-4-0-1 體會「科

學」是經由探究、驗

證獲得的知識。 

5-4-1-1 知道細心

的觀察以及嚴謹的

思辨，才能獲得可信

的知識。 

6-4-2-2 依現有理

論，運用演繹推理，

推斷應發生的事。 

6-4-4-1 養成遇到

問題，先行主動且自

主的思考，謀求解決

策略的習慣。 

7-4-0-1 察覺每日

生活活動中運用到

許多相關的科學概

念。 

第六週 10/5~10/9 第 2 章力與運動 1.了解加速 1-4-1-1 能由不同 2-2 1.觀察 【資訊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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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運動定律 度與力及質

量之間的關

係。 

2.了解牛頓

第二運動定

律並舉出生

活實例說明。 

的角度或方法做觀

察。 

1-4-4-3 由資料的

變化趨勢，看出其中

蘊含的意義及形成

概念。 

1-4-5-4 正確運用

科學名詞、符號及常

用的表達方式。 

2-4-1-1 由探究的

活動，嫻熟科學探討

的方法，並經由實作

過程獲得科學知識

和技能。 

3-4-0-1 體會「科

學」是經由探究、驗

證獲得的知識。 

5-4-1-1 知道細心

的觀察以及嚴謹的

思辨，才能獲得可信

1.以較大的外力推動

同一台車，所獲得的

加速度比用較小外力

推時來得大。 

2.由小活動 2-2 得知

當質量固定時，外力

愈大則加速度愈大。 

3.引導學生想想看 1

牛頓的力與 1 公斤重

的力，兩者有何不

同？ 

2.口頭詢問 

3.紙筆測驗 

4.專案報告 

5.操作 

5-4-5 能應

用資訊及網

路科技，培養

合作與主動

學習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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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知識。 

6-4-2-2 依現有理

論，運用演繹推理，

推斷應發生的事。 

6-4-4-1 養成遇到

問題，先行主動且自

主的思考，謀求解決

策略的習慣。 

7-4-0-1 察覺每日

生活活動中運用到

許多相關的科學概

念。 

第七週 10/12~10/16 第 2 章力與運動 

2-3 作用力與反

作用力定律（第

一次段考） 

1.了解牛頓

第三運動定

律。 

1-4-1-1 能由不同

的角度或方法做觀

察。 

1-4-4-3 由資料的

變化趨勢，看出其中

蘊含的意義及形成

概念。 

1-4-5-4 正確運用

2-3 

1.人為何能走路前

進？划船時為何槳要

向後撥？ 

2.引導學生想想看，

依據牛頓第三運動定

律，馬對車的作用力

大小等於車對馬的作

1.觀察 

2.口頭詢問 

3.操作 

4.紙筆評量 

【資訊教育】

5-4-5 能應

用資訊及網

路科技，培養

合作與主動

學習的能力。 

【環境教育】

4-4-4 能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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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名詞、符號及常

用的表達方式。 

2-4-1-1 由探究的

活動，嫻熟科學探討

的方法，並經由實作

過程獲得科學知識

和技能。 

3-4-0-1 體會「科

學」是經由探究、驗

證獲得的知識。 

5-4-1-1 知道細心

的觀察以及嚴謹的

思辨，才能獲得可信

的知識。 

6-4-2-2 依現有理

論，運用演繹推理，

推斷應發生的事。 

7-4-0-1 察覺每日

生活活動中運用到

許多相關的科學概

用力大小，為何車仍

會前進呢？ 

客觀中立的

態度與他人

對環境議題

進行辯證，以

說服他人或

者接受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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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 

第八週 10/19~10/23 第 2 章力與運動 

2-4 圓周運動與

萬有引力 

1.了解圓周

運動與向心

力的關係。 

2.了解萬有

引力概念。 

1-4-4-2 由實驗的

結果，獲得研判的論

點。 

1-4-5-1 能選用適

當的方式登錄及表

達資料。 

2-4-1-1 由探究的

活動，嫻熟科學探討

的方法，並經由實作

過程獲得科學知識

和技能。 

3-4-0-1 體會「科

學」是經由探究、驗

證獲得的知識。 

3-4-0-7 察覺科學

探究的活動並不一

定要遵循固定的程

序，但其中通常包括

蒐集相關證據、邏輯

2-4 

1.一旦向心力消失，

則物體會因慣性定律

的關係，以切線方向

作直線運動離開。 

2.引導學生想想看人

造衛星環繞地球做圓

周運動，它是否需要

有向心力？又是如何

產生的？ 

1.觀察 

2.口頭詢問 

3.紙筆測驗 

4.學習歷程檔

案 

【資訊教育】

5-4-5 能應

用資訊及網

路科技，培養

合作與主動

學習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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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論及運用想像來

構思假說和解釋數

據。 

6-4-2-1 依現有的

理論，運用類比、轉

換等推廣方式，推測

可能發生的事。 

6-4-2-2 依現有理

論，運用演繹推理，

推斷應發生的事。 

7-4-0-1 察覺每日

生活活動中運用到

許多相關的科學概

念。 

第九週 10/26~10/30 第3章能量──由

功到熱 

3-1 功與功率 

1.能說出功

的定義。 

2.了解力與

功之間的關

係。 

3.知道如何

1-4-1-1 能由不同

的角度或方法做觀

察。 

2-4-1-1 由探究的

活動，嫻熟科學探討

的方法，並經由實作

3-1 

1.教師說明於物理學

上對於「功」與「工

作量」的關係。 

2.教師詳細解說物理

學上的功必須在力的

1.觀察 

2.口頭詢問 

3.實驗報告 

4.紙筆測驗 

5.操作 

6.設計實驗 

【資訊教育】

5-4-5 能應

用資訊及網

路科技，培養

合作與主動

學習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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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算功的大

小。 

過程獲得科學知識

和技能。 

3-4-0-1 體會「科

學」是經由探究、驗

證獲得的知識。 

3-4-0-7 察覺科學

探究的活動並不一

定要遵循固定的程

序，但其中通常包括

蒐集相關證據、邏輯

推論及運用想像來

構思假說和解釋數

據。 

5-4-1-1 知道細心

的觀察以及嚴謹的

思辨，才能獲得可信

的知識。 

6-4-2-1 依現有的

理論，運用類比、轉

換等推廣方式，推測

直線方向有位移。 

3.教師另舉重力如何

對物體作正功或負功

的概念。 

4.加強功的計算及單

位的表示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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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發生的事。 

6-4-2-2 依現有理

論，運用演繹推理，

推斷應發生的事。 

6-4-4-1 養成遇到

問題，先行主動且自

主的思考，謀求解決

策略的習慣。 

第十週 11/2~11/6 第3章能量──由

功到熱 

3-2 功與動能 

1.能說出動

能的定義。 

2.能了解速

度愈快、質量

愈大，則動能

愈大。 

3.知道如何

計算動能的

大小。 

1-4-1-3 能針對變

量的性質，採取合適

的度量策略。 

1-4-4-2 由實驗的

結果，獲得研判的論

點。 

1-4-5-4 正確運用

科學名詞、符號及常

用的表達方式。 

2-4-1-1 由探究的

活動，嫻熟科學探討

的方法，並經由實作

3-2 

1.藉由小活動 3-1 結

果，教師解說外力、

速率及所作的功，三

者大小皆有關。 

2.教師提問：「日常生

活中聽到的動能是什

麼意思？」 

3.教師解釋動能的定

義及單位。 

1.觀察 

2.口頭詢問 

【資訊教育】

5-4-5 能應

用資訊及網

路科技，培養

合作與主動

學習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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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程獲得科學知識

和技能。 

2-4-6-1 由「力」的

觀點看到交互作用

所引發物體運動的

改變。改用「能」的

觀點，則看到「能」

的轉換。 

5-4-1-1 知道細心

的觀察以及嚴謹的

思辨，才能獲得可信

的知識。 

6-4-4-1 養成遇到

問題，先行主動且自

主的思考，謀求解決

策略的習慣。 

第十一

週 

11/9~11/13 第3章能量──由

功到熱 

3-3 位能、能量

守恆定律與能源 

1.能說出位

能的定義。 

2.了解重力

位能的意義。 

1-4-1-1 能由不同

的角度或方法做觀

察。 

1-4-1-3 能針對變

3-3 

1.從自由落體的例子

中，理解時間愈長速

度愈大，動能也將愈

1.觀察 

2.口頭詢問 

3.實驗報告 

4.紙筆測驗 

【資訊教育】

5-4-5 能應

用資訊及網

路科技，培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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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了解彈力

位能的意義。 

4.了解力學

能守恆的意

義。 

5.知道如何

計算位能的

大小。 

量的性質，採取合適

的度量策略。 

1-4-3-2 依資料推

測其屬性及因果關

係。 

2-4-1-1 由探究的

活動，嫻熟科學探討

的方法，並經由實作

過程獲得科學知識

和技能。 

2-4-6-1 由「力」的

觀點看到交互作用

所引發物體運動的

改變。改用「能」的

觀點，則看到「能」

的轉換。 

3-4-0-2 能判別什

麼是觀察的現象，什

麼是科學理論。 

5-4-1-3 了解科學

大。解說動能與位能

的互換和力學能守恆

的關係。 

2.藉由木塊連接彈簧

的例子，了解彈簧伸

長或縮短皆具有能

量，稱彈性位能。 

5.操作 合作與主動

學習的能力。 



18 

 

探索，就是一種心智

開發的活動。 

6-4-4-1 養成遇到

問題，先行主動且自

主的思考，謀求解決

策略的習慣。 

7-4-0-1 察覺每日

生活活動中運用到

許多相關的科學概

念。 

第十二

週 

11/16~11/20 第3章能量──由

功到熱 

3-3 位能、能量

守恆定律與能源 

1.了解熱是

一種能量。 

2.了解能量

守恆定律。 

3.了解太陽

能、化學能、

電磁能的轉

化。 

1-4-1-1 能由不同

的角度或方法做觀

察。 

1-4-1-3 能針對變

量的性質，採取合適

的度量策略。 

1-4-4-2 由實驗的

結果，獲得研判的論

點。 

1-4-4-3 由資料的

3-3 

1.複習二上第五章所

學習的熱相關概念。 

2.介紹焦耳的熱學實

驗，藉以提出熱即為

能量的概念。 

3.從動能、位能互換

的概念解釋能量可轉

變為成其他形式，但

能量不會增加或減

1.觀察 

2.口頭詢問 

3.實驗報告 

4.成果展示 

【資訊教育】

5-4-5 能應

用資訊及網

路科技，培養

合作與主動

學習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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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化趨勢，看出其中

蘊含的意義及形成

概念。 

1-4-5-4 正確運用

科學名詞、符號及常

用的表達方式。 

2-4-1-1 由探究的

活動，嫻熟科學探討

的方法，並經由實作

過程獲得科學知識

和技能。 

2-4-6-1 由「力」的

觀點看到交互作用

所引發物體運動的

改變。改用「能」的

觀點，則看到「能」

的轉換。 

3-4-0-2 能判別什

麼是觀察的現象，什

麼是科學理論。 

少。 

4.介紹太陽能可使水

溫上升，顯示光是一

種能量。 

5.了解化學能的存

在。 

6.了解電磁能的存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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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

週 

11/23~11/27 第3章能量──由

功到熱 

3-4 槓桿原理 

1.了解力矩

的概念。 

2.了解槓桿

原理。 

1-4-1-1 能由不同

的角度或方法做觀

察。 

1-4-5-4 正確運用

科學名詞、符號及常

用的表達方式。 

2-4-6-1 由「力」的

觀點看到交互作用

所引發物體運動的

改變。改用「能」的

觀點，則看到「能」

的轉換。 

5-4-1-1 知道細心

的觀察以及嚴謹的

思辨，才能獲得可信

的知識。 

7-4-0-1 察覺每日

生活活動中運用到

許多相關的科學概

念。 

3-4 

1.藉由小活動 3-2，

請學生示範開門的動

作，再由教師總結提

出力矩、力臂等科學

名詞。 

2.力矩與槓桿原理較

為簡單易懂，可多舉

實例等有趣的生活現

象等。 

1.觀察 

2.口頭詢問 

【資訊教育】

5-4-5 能應

用資訊及網

路科技，培養

合作與主動

學習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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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

週 

11/30~12/4 第3章能量──由

功到熱 

3-4 槓桿原理(第

二次段考) 

1.進行實驗

3-1。 

1-4-1-1 能由不同

的角度或方法做觀

察。 

1-4-5-4 正確運用

科學名詞、符號及常

用的表達方式。 

2-4-6-1 由「力」的

觀點看到交互作用

所引發物體運動的

改變。改用「能」的

觀點，則看到「能」

的轉換。 

5-4-1-1 知道細心

的觀察以及嚴謹的

思辨，才能獲得可信

的知識。 

7-4-0-1 察覺每日

生活活動中運用到

許多相關的科學概

念。 

3-4 

1.操作實驗 3-1，實

際操作槓桿，找尋槓

桿不發生轉動的條

件。 

1.口頭詢問 

2.紙筆評量 

【資訊教育】

5-4-5 能應

用資訊及網

路科技，培養

合作與主動

學習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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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

週 

12/7~12/11 第3章能量──由

功到熱 

3-5 簡單機械 

1.能說出簡

單機械的種

類。 

2.了解槓

桿、滑輪、輪

軸的應用。 

3.了解斜

面、螺旋的應

用。 

1-4-2-1 若相同的

研究得到不同的結

果，研判此不同是否

具有關鍵性。 

1-4-3-1 統計分析

資料，獲得有意義的

資訊。 

1-4-3-2 依資料推

測其屬性及因果關

係。 

1-4-4-3 由資料的

變化趨勢，看出其中

蘊含的意義及形成

概念。 

1-4-5-1 能選用適

當的方式登錄及表

達資料。 

1-4-5-2 由圖表、報

告中解讀資料，了解

資料具有的內涵性

3-5 

1.簡單機械包括：槓

桿、輪軸、滑輪、斜

面、螺旋。 

2.了解噴霧器、腳踏

打氣機、釘書機等都

是利用槓桿的省力目

的。 

3.輪軸就是大小不同

的兩同心圓結合在一

起，其中大圓稱為

輪，小圓稱為軸。若

施力在輪上，物體在

軸上，是為省力的輪

軸。例如方向盤、喇

叭鎖。施力在軸上，

物體在輪上，是為省

時的輪軸，例如擀麵

棍。 

4.使用定滑輪並不會

1.紙筆測驗 

2.作業檢核 

【人權教育】

1-1-1 舉例

說明自己所

享有的權

利，並知道人

權是與生俱

有的。 

【資訊教育】

3-4-1 能利

用軟體工具

分析簡單的

數據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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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 

1-4-5-3 將研究的

內容作有條理的、科

學性的陳述。 

1-4-5-4 正確運用

科學名詞、符號及常

用的表達方式。 

3-4-0-2 能判別什

麼是觀察的現象，什

麼是科學理論。 

3-4-0-7 察覺科學

探究的活動並不一

定要遵循固定的程

序，但其中通常包括

蒐集相關證據、邏輯

推論及運用想像來

構思假說和解釋數

據。 

4-4-1-1 了解科

學、技術與數學的關

省力，但可以改變施

力方向；而使用動滑

輪則可省力（費時）。 

5.斜面、螺旋是一種

省力的機械。斜面愈

長或斜角愈小就愈省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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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 

6-4-1-1 在同類事

件，但由不同來源的

資料中，彙整出一通

則性(例如認定若溫

度很高，物質都會氣

化)。 

6-4-2-2 依現有理

論，運用演繹推理，

推斷應發生的事。 

第十六

週 

12/14~12/18 第 4 章電流、電

壓與歐姆定律 

4-1 靜電 

1.了解何謂

靜電。 

2.了解物體

帶電的成因

及方法。 

3.了解導體

與絕緣體的

區別。 

2-4-1-1 由探究的

活動，嫻熟科學探討

的方法，並經由實作

過程獲得科學知識

和技能。 

5-4-1-3 了解科學

探索，就是一種心智

開發的活動。 

4-1 

1.由小活動 4-1 中，

使學生了解藉由摩擦

的方式可產生靜電。 

2.介紹庫侖的生平，

及其在電學上的成

就。 

3.說明兩帶電體間的

吸引或排斥力會如何

變化。 

1.觀察 

2.口頭詢問 

3.紙筆測驗 

【環境教育】

4-4-1 能運

用科學方法

鑑別、分析、

了解週遭的

環境狀況與

變遷。 

【環境教育】

4-4-3 能以

調查與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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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利用所學的原子結

構使學生了解物體帶

電情形。 

5.了解靜電力為超距

力。 

6.說明導體與絕緣體

的差異。 

分析等方式

檢討環境問

題解決策略

之成效。 

【環境教育】

4-4-4 能以

客觀中立的

態度與他人

對環境議題

進行辯證，以

說服他人或

者接受指正。 

第十七

週 

12/21~12/25 第 4 章電流、電

壓與歐姆定律 

4-2 電流 

1.區別使燈

泡發亮的電

與摩擦起電

的電。 

2.了解造成

燈泡發亮，除

了要有電源

外，還要有電

1-4-5-4 正確運用

科學名詞、符號及常

用的表達方式。 

4-2 

1.了解靜電與流動電

荷本質上是相同的。 

2.利用摩擦而聚集的

電量可發生火花放電

的情形，進而與自然

界中閃電的現象相對

照。 

1.觀察 

2.口頭詢問 

3.操作 

4.紙筆測驗 

【資訊教育】

5-4-5 能應

用資訊及網

路科技，培養

合作與主動

學習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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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的流動。 3.說明導線中真正在

移動的是電子，稱為

電子流。 

4.定義電流的單位是

安培。 

第十八

週 

12/28~1/1 第 4 章電流、電

壓與歐姆定律 

4-3 電壓 

1.能說出電

壓的定義。 

2.了解能量

與電壓的關

係。 

3.了解電量

與電壓的關

係。 

4.知道如何

使用伏特計。 

1-4-4-2 由實驗的

結果，獲得研判的論

點。 

1-4-5-4 正確運用

科學名詞、符號及常

用的表達方式。 

4-4-1-1 了解科

學、技術與數學的關

係。 

6-4-2-2 依現有理

論，運用演繹推理，

推斷應發生的事。 

7-4-0-1 察覺每日

生活活動中運用到

許多相關的科學概

4-3 

1.學習使用伏特計來

測量電壓。 

2.觀察課本的圖片，

了解電池並聯與串聯

有何差異。 

3.進行小活動 4-2、

4-3，了解串、並聯

電路中的電壓關係。 

1.觀察 

2.口頭詢問 

3.操作 

4.紙筆測驗 

【資訊教育】

3-4-1 能利

用軟體工具

分析簡單的

數據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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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 

7-4-0-4 接受一個

理論或說法時，用科

學知識和方法去分

析判斷。 

8-4-0-1 閱讀組合

圖及產品說明書。 

第十九

週 

1/4~1/8 第 4 章電流、電

壓與歐姆定律 

4-4 歐姆定律與

電阻 

1.了解歐姆

定律及其意

涵。 

1-4-1-2 能依某一

屬性(或規則性)去

做有計畫的觀察。 

1-4-2-2 知道由本

量與誤差量的比

較，了解估計的意

義。 

1-4-3-2 依資料推

測其屬性及因果關

係。 

1-4-4-3 由資料的

變化趨勢，看出其中

蘊含的意義及形成

4-4 

1.說明西元 1826 年

歐姆提出的歐姆定

律。 

2.介紹並非所有的電

路元件都滿足歐姆定

律，如二極體等，這

些稱為非歐姆式電

阻。 

3.定義電阻的單位為

歐姆。 

4.介紹一般金屬有較

低的電阻，而絕緣體

1.觀察 

2.口頭詢問 

3.操作 

4.實驗報告 

5.紙筆測驗 

【資訊教育】

3-4-1 能利

用軟體工具

分析簡單的

數據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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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 

1-4-5-2 由圖表、報

告中解讀資料，了解

資料具有的內涵性

質。 

1-4-5-4 正確運用

科學名詞、符號及常

用的表達方式。 

3-4-0-1 體會「科

學」是經由探究、驗

證獲得的知識。 

3-4-0-8 認識作精

確信實的紀錄、開放

的心胸與可重做實

驗來證實等，是維持

「科學知識」可信賴

性的基礎。 

7-4-0-1 察覺每日

生活活動中運用到

許多相關的科學概

的電阻非常大。 

5.介紹對同一材質的

金屬導線而言，也會

因導線長度及粗細不

同，而影響它的電阻

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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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 

第二十

週 

1/11~1/15 第 4 章電流、電

壓與歐姆定律 

4-4 歐姆定律與

電阻 

1.進行實驗

4-1。 

1-4-1-2 能依某一

屬性(或規則性)去

做有計畫的觀察。 

1-4-2-2 知道由本

量與誤差量的比

較，了解估計的意

義。 

1-4-3-2 依資料推

測其屬性及因果關

係。 

1-4-4-3 由資料的

變化趨勢，看出其中

蘊含的意義及形成

概念。 

1-4-5-2 由圖表、報

告中解讀資料，了解

資料具有的內涵性

質。 

1-4-5-4 正確運用

4-4 

1.藉由實驗 4-1，探

討兩種不同材質的電

壓與電流關係。 

1.觀察 

2.口頭詢問 

3.操作 

4.實驗報告 

【資訊教育】

3-4-1 能利

用軟體工具

分析簡單的

數據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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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名詞、符號及常

用的表達方式。 

3-4-0-1 體會「科

學」是經由探究、驗

證獲得的知識。 

3-4-0-8 認識作精

確信實的紀錄、開放

的心胸與可重做實

驗來證實等，是維持

「科學知識」可信賴

性的基礎。 

7-4-0-1 察覺每日

生活活動中運用到

許多相關的科學概

念。 

第二十

一週 

1/18~1/19 第 4 章電流、電

壓與歐姆定律 

4-5 電路元件的

串聯與並聯（第

三次段考） 

1.知道串聯

及並聯的意

義。 

2.知道串聯

與並聯電

1-4-2-1 若相同的

研究得到不同的結

果，研判此不同是否

具有關鍵性。 

1-4-2-2 知道由本

4-5 

1.介紹電路元件的串

聯與並聯。 

2.進行小活動 4-4，

了解串聯、並聯電路

1.觀察 

2.口頭詢問 

3.操作 

4.紙筆測驗 

【資訊教育】

3-4-1 能利

用軟體工具

分析簡單的

數據資料。 



31 

 

路，各處的電

流與電壓的

關係。 

量與誤差量的比

較，了解估計的意

義。 

1-4-3-2 依資料推

測其屬性及因果關

係。 

1-4-4-2 由實驗的

結果，獲得研判的論

點。 

1-4-5-4 正確運用

科學名詞、符號及常

用的表達方式。 

3-4-0-1 體會「科

學」是經由探究、驗

證獲得的知識。 

3-4-0-8 認識作精

確信實的紀錄、開放

的心胸與可重做實

驗來證實等，是維持

「科學知識」可信賴

中，各電阻的大小關

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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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基礎。 

7-4-0-1 察覺每日

生活活動中運用到

許多相關的科學概

念。 

註 1：請分別列出九年級第一學期及第二學期七個學習領域（語文、數學、自然與生活科技、綜合、藝術與人文、健體、社    

     會等領域）之教學計畫表。 

註 2：議題融入部份，請填入法定議題及課綱議題。 

註 3：第二學期須規劃九年級會考後至畢業典禮前課程活動之安排。 

 


